
“这是阿拉皋泄的第一本

村志，我要给孙子好好看看，

让他也知道我们皋泄出了这

么多厉害人物。”

不久前，在白泉皋泄村的

文化礼堂里，村民们一边翻

阅着火热出炉的村志，一边

讨论着皋泄这么多年来的发

展，“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等通了高铁，阿拉的日子还

要好。”

村民们翻阅的这本村志，

正是《日出东方丽海山：皋泄

村志》。最近几年，皋泄村抓住

文旅融合新契机，打好乡愁文

化和美丽乡村建设两张牌。通

过建档纂志留住乡愁文化，进

一步坚定群众的乡土文化自

信，把乡愁文化贯穿于乡村振

兴的各领域、全过程，为乡村

振兴固根基、聚人心、谋发展。

《日出东方丽海山：皋泄村志》三百余页，

涉及地理、政治、经济、生活、文化等各方面情

况，生动再现了皋泄村优良的文化传统，如乡

风家规、革命精神、先进榜样，让村民从内心生

出文化自信，孕育出无穷的精神力量，积极投

入到文化建设中，从而实现乡村振兴。

《“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加

强农耕文化保护传承，支持建设村史馆，修编

村史、村志，开展村情教育，把乡土特色文化融

入乡村建设，留住乡情乡愁。”无独有偶，在

《中共舟山市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加快发展海洋经济高水平建设现代海洋城市

的决定》中，同样提到，要深化海洋文明探源、

文化基因解码、文艺精品创作、公共文体服务

“四大工程”，培育海洋文化新标识，打造海洋

文化长廊。这些要求，为乡村志编纂提供了根

本遵循。

皋泄村志的编撰，正是我们推动海洋文化

与城市建设融合发展，组建舟山特色海岛文化

基因库，开展舟山特色海岛文化元素普查，系

统推进海洋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的最佳实践。如

今，全市上下正聚力打造海洋历史文化名城，

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文旅深度

融合，提升文化传播力影响力，保护传承海洋

历史文脉，强化城市文化的有形表达、广泛传

播和交流互鉴。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城市化外

沿的不断扩大，村志承载了更大、更厚重的历

史责任，延续文化根脉，成为生活在这方土地

上的人们的精神家园。夏志刚说：“修编乡村志

不仅是为未来存史，更重要在于它是乡村振兴

战略的组成部分，它关系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广大乡村的传承创新。”在他看来，村志是反

映广大农村自然、文化、教育、社会风俗、村

庄人物等各方面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是

地方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省、市、县三级

志书的延伸和补充。村志是村人了解、热爱家

乡的凭借和依据，也是教育今人、启迪后代的

鲜活教材，它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现实

的教育意义。修撰村志，不仅有利于传统村落

留住文化根脉，铸造精神灵魂，优化社会治理，

实现村史志从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换，更

对助力传统村落振兴，传承乡村文化，服务经

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循迹溯源”：厚植文化底蕴 赋能乡村振兴
阴记者 陈静 通讯员 王静飞

村志是一个地方自有文明史以来的全

方位记录，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

方面内容，是后世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史料

来源。

《日出东方丽海山：皋泄村志》中提到，

皋泄是舟山地区一个非常特殊的村落，与其

他渔农村有着天然的区别，历代以种菜为

业，同时又有晚稻杨梅、香柚等林间产出，虽

然人均占地面积极少，但仍通过一代代坚持

不懈的耕作得以安居乐业。皋泄村是一个有

故事的村落。从现有的文字和传说来看，至

少在明代成化年间就有先人在此繁衍生息。

新中国成立后，皋泄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克

勤克俭建设家园，涌现了“一心为民的模范

村党支部书记”朱缀绒、“全国三八红旗手”

张杏梅以及“共青团十八大代表”优秀大学

生村官苏明英等先进典型。

路世修志，功在当代；读史览志，温故知

新。《日出东方丽海山：皋泄村志》以皋泄村

的人、事、物为对象，全面记述该村的历史和

现状，将史与志融为一体，还原了皋泄村的

历史风貌，揭示了生命延续、时代变迁的历

史规律，为今人乃至后人了解、研究皋泄村

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借鉴。

作为村志的编撰者之一，浙江国际海运

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夏志刚告诉记者，《日

出东方丽海山：皋泄村志》记录了大量珍贵

的历史资料。一部分是有文字记载留存的

史籍文献，包括家族宗谱、各类文章传记、

各种数据统计等，如《皋岭王氏宗谱》《五凤

堂朱氏宗谱》《东皋岭下小记》等。这些资料

是皋泄村的根，非常珍贵，虽有文字记载留

存，但散见各处，容易缺失。为此，《日出东

方丽海山：皋泄村志》 专门开辟一个章

节———谱牒选辑，全面系统地介绍和保存

这些典籍资源，很多对皋泄历史的记载也

以此为依据。另一部分是没有文字记载的

史料，仅依靠村里老人回忆口述流传，如风

物古迹、传说、谚语、歌谣等。村志编写者通

过多次深入调查采访，把容易遗忘和消失

的口头资料整理成文字内容，记入村史，及

时保存了这些即将消逝的历史传统文化。

修编这本村志，可以说是做了一件与时间

赛跑的事，意义深远。

村志所蕴含的，大部分是本土传统文化

资源，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基础。清

光绪《定海厅志·物产》记载“杨梅以皋泄庄

为上”，至今，民间还流传着“好吃杨梅皋泄

岙”的说法。每年6月，走进皋泄村的杨梅林，

放眼望去，满山的舟山晚稻杨梅如宝石千

颗，如灯笼万盏，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果实压

弯了枝条，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杨梅清香。

摘下一颗放入口中，鲜美醇香的滋味在舌尖

漫溢，瞬间挑动味蕾。

近几年，皋泄的杨梅种植户们在提高杨

梅口感方面下了不少功夫，请教农林专家，

对杨梅树进行矮化技术处理，还使用防虫网

等设备，进一步提高果实品质。自2020年开

始，皋泄晚稻杨梅通过一场山地里的直播，

成功卖出700多公斤，销售额超4.5万元。借

助电子商务的东风，如今的皋泄晚稻杨梅供

不应求。

除了杨梅，皋泄香柚也是舟山的名优农

产品之一。据《日出东方丽海山：皋泄村志》

记载，上世纪30年代初，皋泄村村民庄功银

在外国货轮上当水手，回乡探亲时曾从暹罗

（泰国旧称）带回几只柚子，食后将核抛在胞

弟庄宝川院中，没想到次年长出了文旦树。

结出的文旦香味浓郁、果肉脆嫩、酸甜适中、

汁多味佳，比当地的一些文旦好吃，许多人

食后都难以忘怀。“宝川文旦”因此渐渐名扬

四方。后来，“宝川文旦”改名为“宫宝文旦”，

直到现在以地名命名为“皋泄文旦”。

近年来，白泉镇皋泄村因地制宜发展香

柚产业，纵深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

农户增收。针对皋泄香柚的良好市场前景，

皋泄村增设了销售摊位，为农户创造售卖条

件，并相继出台了多种扶持政策，有计划、有

步骤地发展香柚产业。“我们还积极扶持年

轻人发展香柚产业，以‘家庭农场 +电商’的

模式，拓展产业发展之路。”皋泄村相关工作

人员说，村里计划全面推广利益联结机制，

推动形成香柚产业上联市场、下联农户、多

方共赢的局面。

新鲜农产品“出村进城”，除了确保一路

畅通外，仓储保鲜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今

年夏天，皋泄的“柚香梅林”共富工坊，新增

了一座可移动电场恒温冷库，以此来保证皋

泄香柚、晚稻杨梅的新鲜度。下一步，皋泄村

还将根据电场恒温冷库使用情况引入更多

保鲜设备，研发杨梅啤酒等新产品，突破销

售瓶颈期，延伸果蔬产业链。

如今的皋泄村，山坡青、香柚黄、杨梅

红，好似一幅绝美的生态画卷。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村志所传递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是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推动，是对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发扬光大，是实现中

国梦的重要精神动力。

《日出东方丽海山：皋泄村志》中提到了

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就是“一心为民的

模范村党支部书记”———朱缀绒。她用汗水、

鲜血甚至是生命，塑造了皋泄村民自强不

息、勤劳致富的精神品质，引领着他们一步

步走向富强，不断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在朱

缀绒事迹的影响下，一批又一批的年轻干部

传承着为民初心，一心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

的力量。

皋泄村妇联秉承初心，慎终如始，在妇

女创业创新、文明创建、品牌打造等方面做

了大量的工作。她们依托各类平台，积极组

织辖区内待就业妇女参加面点师、美容师、

茶艺师等就业技能培训，惠及妇女300余名。

同时，她们带领本村创业女性走进直播间，

推介皋泄香柚、晚稻杨梅等本地农产品，为

本地农产品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为辖区创

业妇女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在她们的

努力下，皋泄“炫亮”文宣队、“东海渔嫂”志

愿队、“掸尘掸心”小分队等相继成立，开展

助老帮扶、文明城市创建、美丽乡村振兴、疫

情防控等各类志愿活动，努力打通宣传群

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成

为群众的“娘家人”“贴心人”。

2009年，“80后”小伙苏明英，怀揣着建

设家乡的梦想，将青春挥洒在这片土地上。

如今，担任皋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的

他始终以朱缀绒为榜样，为皋泄的各项发

展贡献自己的青春。“缀绒书记通过发展农

业产业，打响了皋泄香柚的品牌，让村民的

口袋鼓起来。在新时代，我更要带领大家创

业创新，实现共同富裕。”采访中，苏明英如

是说。

“作为基层青年干部，我们要像朱缀绒

书记一样，同群众打成一片、干在一起、想在

一处，才能更好地知村情、通民意。”白泉镇

团委负责人舒华栋说，在新征程中，助推乡

村振兴战略，探索共同富裕之路，是时代赋

予乡镇基层干部的使命。身为基层干部，要

常思乡村发展之路，为地方百姓的美好生活

努力奋斗。

挖掘本土特色
推进果蔬产业发展

凝聚民心民情
传承使命助推发展

延续文化根脉
筑牢乡村振兴之魂

留住乡村记忆
延续村史村貌

本版图片由皋泄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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